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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 ★ 考试结束前

全国 2012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小学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试题
课程代码：09339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

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

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

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下列选项中影响道德行为习惯的内部条件因素是

A．社会风气 B．智力水平

C．家庭环境 D．学校环境

2．道德和品德所属的范畴不同：道德主要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品德则主要是

A．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B．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C．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D．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3．从移情对道德价值观、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行为的影响来看，移情在道德发展中起到的是

A．观念性作用 B．启发性作用

C．行动性作用 D．动机性作用

4．儿童采取他人的观点来理解他人的思想与情感的一种必须的认知技能是

A．合作精神 B．善解人意

C．角色采择 D．道德判断

5．狭义的自我教育能力是指受教育者在以下哪方面的能力

A．学习科学文化 B．认知

C．社会交往 D．思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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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我体验表现为满意或接纳自我与否而产生的自信、自卑、自尊、自满、自傲等对自我

的一种情感态度，其基础是

A．自我控制 B．自我教育

C．自我认识 D．自我意识

7．社会中的个体为适应社会生活而表现出来的典型心理和行为特征是指

A．社会化 B．个体化

C．社会性 D．个性化

8．一般来说，人生观的基本内容包括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

A．人生意义 B．人生评价

C．人生价值 D．人生信念

9．初中生品德发展中表现出的半成熟性和半幼稚性并存、内部矛盾多而复杂、对外部世界

变化敏感等品德心理特点，可以概括为

A．动荡性 B．复杂性

C．可塑性 D．多变性

10．道德情感产生的过程是人对客观事物与自己道德需要的关系的一种反映过程。道德情

感发生的前提条件是

A．生理基础 B．心理基础

C．道德基础 D．情感基础

11．积极性社会行为或利他行为是指个体帮助或打算帮助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及倾向，

具体包括分享、合作、捐献、援助等，这种行为又称为

A．攻击性行为 B．利社会行为

C．公益性行为 D．亲社会行为

12．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

A．自我反思的能力 B．自我评价的能力

C．自我教育的能力 D．自我认识的能力

13．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心理条件不包括

A．自我教育发展的水平 B．思维发展的水平

C．自我意识发展的水平 D．社会性需要的水平

14．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价标准，它是

A．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B．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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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物质观的集中体现 D．道德观的集中体现

15．从宏观上说，社会文化主要分为科学、道德、艺术三大领域，其中与道德相对应的教

育内容是

A．思想教育 B．德育

C．智育 D．美育

16．德育最终是为了解决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实现途径主要是通过传

递社会道德规范，促进个体对社会规则的

A．同化 B．个性化

C．内化 D．社会化

17．学校通过开展各种积极健康的活动，促进和引导品德不良学生养成良好品德的方法是

A．活动引导法 B．氛围调整法

C．阳性强化法 D．榜样示范法

18．以下哪种感觉的出现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主体意识的高度体现，它激活了个体潜在

的道德信念

A．羞愧感 B．内疚感

C．自卑感 D．自信感

19．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

A．道德教育 B．道德判断

C．道德修养 D．道德评价

20．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世纪合格人才，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学生加强

A．科学知识教育 B．思想道德教育

C．文化教育 D．理想信念教育

21．下列属于中小学生品德不良的主观原因是

A．相对低俗的文化生活的影响 B．心理发展不平衡、道德发展不成熟

C．教师的失误 D．家庭成员道德要求不一

22．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关键期是

A．学前阶段 B．小学阶段

C．中学阶段 D．大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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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新的观点认为，道德情感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以

及道德教育方法的情感化，其内涵在于

A．使道德教育内容和目标情感化 B．道德教育手段情感化

C．在策略和方法上注重情感渗透 D．A 和 B

24．德育的价值目标是

A．真 B．善

C．美 D．良

25．下列不属于因材施教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A．深入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内心世界

B．引导学生自觉评价自己和进行自我修养

C．根据学生个人特点有的放矢地教育

D．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有计划地进行教育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

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26．德育目标制定的原则有

A．层次性原则 B．渐进性原则

C．系统性原则 D．建构性原则

27．皮亚杰提出了儿童道德发展的年龄阶段。他认为儿童的道德认识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

A．自我中心阶段 B．权威阶段

C．可逆阶段 D．公正阶段

28．小学生品德心理发展表现出的基本特点主要有

A．不平衡性 B．顺序性

C．过渡性 D．协调性

29．强制性的价值“灌输”教育反映在课堂教育中会出现的道德性问题有

A．无视人的尊严，课堂与人性的疏离

B．无视人的需求，课堂与真实的疏离

C．无视人的情感，课堂与美德疏离

D．无视人的认识，课堂与知识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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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初中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应做到

A．客观评价引导正确自我认识 B．增强自信提高自我评价

C．平等尊重引导自我监督 D．鼓励交往促进自我意识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31．品德是社会现实的关系和道德规范在个体身上不断___________的结果。

32．___________是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采取的各种行为，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的外部

标志和具体表现。

33．道德认识和___________居于品德心理结构的核心地位。

34．___________着眼于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解决“信”与“不信”

的矛盾，而非智育主要解决“知”与“不知”的矛盾。

35．___________是测评者采用科学的测评手段和工具，有目的、有系统地收集测评对象在

某一时期内主要活动领域中的品德特征信息，并针对某一测评目标体系作出定性或定量的

价值评判、分析，由此反映个体品德状况的一种教育活动。

36．___________一般是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掌握该社会的知识、技能和行

为规范，形成适应该社会文化的人格，承担一定角色的过程。

37．___________为人的品德和社会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它使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某

种先天的倾向性。而环境、教育则规定了品德和社会性发展的现实性。

38．道德信念的确立是在已有的___________的基础上实现的。

39．___________是人的情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40．社会情绪是指在特定的时空中，群体对某一道德场中的道德行为或事件所持的

_______。

41．___________是青少年处在人生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心理学称之为心理发展的第二个

危机期。

42．___________教育应强调以感受体验为基础，以情感态度的养成为表征，以情感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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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彼此促进为发展过程，以培养情感性道德人格为目标。

43．___________又称侵犯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指有目的、有意图的伤害或试图伤害

他人心理或身体状况及破坏其他目标(如物体、社会规范)的行为。

44．___________是指人们真正从内心深入相信并接受他人的观点，把这些新观点和新思想

纳入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之中，坚定并稳固地形成一定的行为。其基本特点是自控与自愿。

45．“___________”是个体根据自己的社会环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勾画出的自己前进和奋

斗的目标，是在实践中推动自我发展的动力。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46．品德的心理结构具有怎样的特点?

47．农村中小学生品德发展具有哪些方面的特点?

48．简述道德情感的特殊功能。

49．道德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50．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教育对提高青少年的精神素质有哪些作用?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51．试述农村中小学生道德认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2．中小学生品德不良的原因有哪些?如何予以矫正?


